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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 视域下俄罗斯战略界
对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认知

郭晓婷　 张　 建
∗

【内容提要】 　 扩员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与 “全球南方” 国家

群体性崛起的交汇ꎮ 俄罗斯将自身诉求与国际秩序变迁相结合ꎬ 因势利

导ꎬ 调整认知ꎬ 把金砖扩员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制度工具和推动多

极化秩序的重要抓手ꎬ 通过影响金砖扩员的方向、 形式和内容ꎬ 争取更

多的活动空间和外交资源ꎬ 促使西方重视俄罗斯的利益关切ꎮ 在俄罗斯

看来ꎬ 金砖扩员并非 “反西方”ꎬ 而是联合更多非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

理和增加与西方对话的支撑ꎬ 通过 “多中心” “延伸线” 与 “一体化的

一体化” 相叠加ꎬ 推动 “全球南方” 国家规模化发展ꎮ 这是超越传统东

西问题、 南北问题逻辑的网络化伙伴关系新模态ꎬ 有利于国际秩序的调整

与变革ꎮ 俄罗斯战略界关于金砖扩员的认知具有突出的战略性和工具性ꎬ
但行动策略化和现实性有限ꎬ 在全面性、 清晰化和可行性等方面仍有不

足ꎮ 俄罗斯积极推动金砖扩员彰显其利用国际制度增进国家利益和提升国

际地位的急迫性ꎮ 中俄需要在金砖扩员和伙伴关系新模态的构建中达成共

识ꎬ 携手更多 “全球南方” 国家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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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代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为代表的 “全球南方” 国家的群体性崛起ꎮ 国际制度的发展不仅与其吸引力

和开放性密切相关ꎬ 而且与国际形势大背景紧密相关ꎮ 金砖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的重要代表ꎬ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处于制定议程和扩展成员、 重新思考集体

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时期ꎮ 金砖扩员不仅涉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而且关乎与 “全
球南方” 国家之间的关系ꎬ 并会引起 “全球南方” 内部的差序化发展ꎮ 因此ꎬ
金砖扩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ꎬ 也是一个需要展开理论思考的问题ꎮ

俄罗斯将自身视为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的关键性力量ꎮ 俄罗斯总统普

京多次强调ꎬ 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俄罗斯ꎮ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萌芽于 ２０ 世纪末

俄罗斯提出的 “中俄印战略三角”ꎮ 在普京的倡议下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中国、 巴

西、 印度、 俄罗斯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了首次非正式会

晤ꎬ 开启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序幕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ꎬ 在俄罗

斯叶卡捷琳堡举办了首次由中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正式

会晤ꎬ 并发表 « “金砖四国” 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ꎮ 金砖

国家的合作上升到峰会层次ꎬ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ꎬ 代表着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参与程度的提升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第一次扩员ꎬ 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机制ꎬ “金砖四国” 改称为 “金砖国

家”ꎮ ２０２３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宣布进行大规模扩员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沙

特阿拉伯、 埃及、 埃塞俄比亚、 阿联酋和伊朗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ꎮ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６ 日ꎬ 印尼正式成为金砖机制第 １０ 个成员国ꎬ 也是正式加

入金砖机制的首个东南亚国家ꎮ 普京总统曾提到ꎬ 金砖国家扩员并不容易ꎬ 需

要外交艺术ꎬ 南非总统两次前往俄罗斯与普京反复磋商ꎬ 最终达成共识ꎮ 作为

正式大规模扩员后的首任主席国ꎬ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俄罗斯举办喀山金砖峰会ꎬ ３５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６ 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参加ꎮ 在峰会上正式启动伙伴国模式ꎬ
批准了 １３ 个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伙伴国名单ꎮ 因此ꎬ 俄罗斯在金砖历史性扩

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当前学术界对金砖合作机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一是对金砖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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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进程的梳理①ꎻ 二是对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和 “金砖 ＋ ” 合作模式等机制

发展问题的研究②ꎻ 三是金砖合作机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③ꎻ 四是对金砖合

作机制框架下细分领域合作的研究ꎬ 如农业、 科技、 金融、 经济、 贸易、 高等教

育等④ꎻ 五是从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 多极化、 多边合作等角度对金砖合作机制

进行的研究⑤ꎮ 综合来看ꎬ 学术界围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

果ꎬ 但对金砖合作机制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国家关于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观念

和认知变化以及追踪研究仍然不足ꎬ 尤其对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型和发

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ꎮ 面对 “全球南方” 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俄

乌冲突延宕带来的冲击ꎬ 俄罗斯越来越重视该机制的作用ꎬ 将其视为维护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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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工具和推进国际战略的支点ꎮ 站在金砖机制发展的历史节点上ꎬ 有必要对俄

罗斯战略界关于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认知、 定位和发展构想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总

结和评析ꎬ 把握俄罗斯推动金砖扩员①的原因及存在的局限与挑战ꎬ 同时为中国

推动金砖扩员以及处理与 “全球南方” 国家的关系提供启发ꎮ

二　 俄罗斯积极推动 “金砖扩员” 的动因与诉求

作为金砖合作机制中的重要角色ꎬ 俄罗斯积极推进金砖扩员有其历史和现实

双重逻辑起点ꎬ 金砖扩员与 “全球南方” 崛起相互赋能ꎬ 俄罗斯将自身诉求与

国际秩序变迁相结合ꎬ 争取赢得战略主动ꎮ
(一) 金砖扩员成为 “全球南方” 崛起背景下推动落实多极化理

念的重要抓手

金砖扩员与 “全球南方” 崛起紧密关联ꎮ “全球南方” 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进

一步推动国际秩序的多中心化ꎬ 为金砖扩员提供了现实基础ꎬ 而金砖扩员又为崛

起中的 “全球南方” 国家增添了发展平台ꎬ 进一步推动了 “全球南方” 国家的

崛起ꎮ 这种相互联系使金砖扩员在俄罗斯的战略视野中成为改变国际秩序行动的

一部分和落实多极化理念的路径ꎮ 作为 “全球南方” 的代表ꎬ 金砖国家是俄罗

斯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纽带ꎬ 其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迅速增强ꎮ
由于 “全球南方” 的追求与金砖合作机制的理念相契合ꎬ 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将其未来与金砖机制联系起来ꎮ 俄乌冲突升级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ꎬ
“全球南方” 国家进一步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ꎬ 需要表达意见和获得更多

发展机遇、 凝聚力量的平台ꎮ 而作为 “全球南方” 的第一方阵ꎬ 金砖合作机制

已经构建了这样的平台ꎬ 其在机制建设和提升全球影响力方面不断发展ꎮ 这不仅

是因为金砖国家代表了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和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兴群体ꎬ
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对话文化ꎬ 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组织

存在根本区别ꎮ
金砖扩员有利于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的地位和崛起趋势ꎬ 而 “全球南方”

的崛起则为金砖国家推动自身议程和合作发展提供了机会ꎬ 能够从现实层面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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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 “金砖扩员”ꎬ 指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扩

员ꎬ 以及 ２０２４ 年仍有大量国家提出加入申请背景下启用金砖国家伙伴国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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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已取得的成就ꎬ 提高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ꎬ 并对国际秩序重组产生实质

性影响ꎮ “全球南方” 国家的积极加入是对金砖合作机制发展成就的肯定ꎬ 进一

步彰显出金砖合作机制的包容性和平等性ꎬ 扩大了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和广泛参与

性ꎬ 有助于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在世界上的权威和吸引力ꎬ 增强对冲西方全球影响

力的可能性ꎮ 金砖合作机制能够扮演 “全球南方” 一体化中枢和团结组织者的

角色ꎬ 扩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伙伴关系和协调 “南南合作” 的需求ꎬ 将一个群体

的国家利益提升至全球层面①ꎮ 这促使金砖国家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政治和经济利

益的代言人ꎮ 因此ꎬ 金砖扩员是促进 “全球南方” 力量重组和团结发展的因素ꎬ
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整合的重要契机ꎮ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始ꎬ 贸易保护主

义在美国抬头ꎬ 美国走上了反全球化道路ꎬ 直接威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和全球价

值链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ꎮ 而金砖扩员则能够促进 “全球南方” 国

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紧密地协同合作ꎬ 从而催发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ꎮ 这也为俄

罗斯发展与 “全球南方” 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ꎬ 成为推动落实世界多极化

理念的重要抓手ꎮ

(二) 俄罗斯对金砖扩员的三重价值诉求

第一ꎬ 金砖合作机制是俄罗斯免于经济孤立并重新建立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的保证ꎬ 可以帮助其解决战略生存空间问题ꎮ 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压力下ꎬ 俄

罗斯希望促进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和能源合作ꎬ 依托金砖框架维持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ꎮ 普京为政府设定了建立 “可持续的物流链和基础设施ꎬ 以在非洲、 南

美、 东南亚的新市场中促进对外经济活动ꎬ 包括建立协调有关国家机构和组织活

动的机制” 的任务②ꎮ 目前俄罗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最大困难是

国际结算问题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 俄罗斯在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议建立

一个基于新的数字规则和区块链规则的不受政治干扰的独立金融体系ꎬ 以便为商

业交易提供保障③ꎮ 新加入的成员国在能源等领域也都与俄罗斯存在贸易空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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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建、 郭晓婷: « “全球南方” 视野下俄罗斯对非洲的战略调整及其启示»ꎬ 载 «世
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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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俄拓展新市场和增加贸易伙伴数量ꎮ ２０２４ 年喀山峰会 “金砖 ＋ ” 会议上ꎬ
普京邀请 “全球南方” 国家参与共建和发展北方海航道和南北走廊ꎮ 金砖国家

扩员意味着金砖国家的共同经济空间进一步扩展ꎬ 有助于俄罗斯获得更多外部支

持并解决战略生存空间问题ꎮ
第二ꎬ 金砖国家扩员是俄罗斯超越地缘限制恢复全球影响力的机遇ꎮ 出于安

全保障和文化传统方面的考虑ꎬ 与传统邻国的高水平互动对俄罗斯来说至关重

要ꎬ 但在现代条件下俄罗斯需要与一些远距离伙伴建立更加现代化的物流运输体

系和经济政治合作模式ꎮ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友好伙伴ꎬ 有助于构建更加

广泛的伙伴关系体系和创新合作模态ꎬ 并缓解与邻国关系紧张的压力ꎮ 金砖扩员

为俄罗斯发展与广大 “全球南方” 国家ꎬ 特别是接续与远距离亚非拉国家的历

史友好关系提供了机遇ꎮ 扩员意味着俄罗斯能够与更多国家进行战略协调ꎬ 提升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ꎮ
第三ꎬ 扩员显示出金砖国家所倡导的 “平等协商对话” 文化的吸引力ꎬ 成

为俄罗斯文明多样性发展和公平公正国际秩序叙事的佐证ꎮ 俄罗斯战略界普遍认

为ꎬ 大规模扩员表明世界多数国家对这种文化的认可和追求ꎬ 代表着 “全球南

方” 国家正在走向金砖国家所塑造的 “基于集体决策提供包容性解决方案”、 为

各国发展创造条件的合作理念ꎬ 摒弃和否定西方霸权文化和新殖民主义ꎮ 金砖国

家具有明显的跨文明特点ꎬ 体现出基于不同文明构建多极世界的趋势ꎬ 突破了之

前西方文明主导的文明叙事ꎬ 推动了多极化趋势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呈现出 “东转南进” 态势ꎮ 俄罗斯积极推

进金砖扩员正是在这一大外交趋势框架内的现实举措ꎬ 将金砖扩员作为团结 “全
球南方” 国家力量、 对冲西方孤立和制裁ꎬ 以扩大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选

择从而重塑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的工具ꎮ

三　 俄罗斯对金砖扩员的认知调整与路径构想

俄罗斯将自身诉求融入 “全球南方” 崛起和金砖扩员的大趋势之中ꎬ 调整

“全球南方” 政策并积极推动金砖扩员ꎬ 强化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其对外政策

中的作用ꎮ

(一) 俄罗斯关于金砖扩员的认知调整

金砖合作机制在俄罗斯战略认知中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从新兴经济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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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多边合作平台ꎬ 逐渐成为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和进行

平等对话的论坛ꎬ 在 “全球南方” 崛起背景下又成为实现多重领域合作的制度

工具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载体 (图 １)ꎮ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

布科夫表示ꎬ 金砖国家已经从非正式对话机制转变为在政治与安全、 经济与金

融、 文化与人文等领域的多层面伙伴关系①ꎮ 甚至有俄罗斯专家认为ꎬ 金砖国家

已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ꎬ 俄中印正通过它在国际政治中建立新的联系②ꎮ 俄罗斯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指出ꎬ 金砖合作机制的哲学基础———国际关系民主化运动依旧

被保留ꎬ 以争取 “全球南方” 和东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更公平的代表权③ꎮ
俄罗斯越来越意识到金砖机制不只是一个成熟的品牌和论坛ꎬ 它也成为中小国家

提升主体性、 在外部舞台上累积政治资本、 强化在与更大伙伴谈判中的地位的平

台ꎮ 因此ꎬ 俄罗斯积极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进入新时代ꎬ 实质性地增强了对冲西方

的国际秩序影响的集体力量ꎮ

图 １　 俄罗斯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认知的演化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俄罗斯主流国际问题智库的认知动态也反映出俄罗斯关于推动金砖扩员背后

的多重考量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时ꎬ 俄罗斯三大国际问题

智库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

会) 关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专题分析性和评论性文章仅 ２３ 篇ꎬ 且议题较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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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 ２０２２ 年后相关研究数量迅速增加ꎬ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再次担任轮值主席国时达

到 １２３ 篇ꎬ 对金砖扩展、 内部建设、 合作内容以及俄罗斯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期

望开展了广泛研究 (图 ２)ꎬ 特别是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未来作用的探讨显著上

升ꎬ 主要集中在新世界秩序、 世界多极化、 改革世界金融体系、 扩展与主要国家

和区域组织的关系、 增强多边主义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六个层面 (表 １)ꎮ 在俄

罗斯战略界看来ꎬ 随着 “全球南方” 国家的崛起ꎬ 金砖扩员有助于俄罗斯应对

严峻的外交环境ꎮ 俄罗斯从被动应对制裁和危机转向主动谋划、 积极塑造有利于

自身的国际制度ꎬ 一个更强大、 更包容、 更开放的金砖国家体系可以成为新的全

球治理体系的基础ꎮ 普京指出ꎬ 扩员后的金砖国家经济体量将进一步超越 Ｇ７ 集

团ꎬ 因此开放平台更有希望ꎬ 更有价值①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的喀山峰会是俄罗斯近

年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ꎬ 俄罗斯希望通过举办大型国际多边会议彰显全球

影响力ꎮ

图 ２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主要智库关于金砖机制研究的主要议题和规模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以及外交和国防

事务委员会官网自制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主要智库关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用的主要期望

序号 俄罗斯主要智库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作用期待 文章篇数

１ 新世界秩序 ２７

２ 多极化 ２６

７９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юбилейногоꎬ ХХ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７２４４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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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金融体系 ２１

４ 与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关系 １６

５ 多边主义 １３

６ 全球治理 １２

７ 抵御危机 ６

８ 团结对话价值观 ５

９ 经济贸易 ５

１０ 国际安全 ２

共计 １３３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官
网自制ꎮ

(二) 金砖扩员是 “反西方” 还是 “非西方”?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扩员的形式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ꎬ 其新的定位值得深入

探究ꎮ 金砖扩员首先要处理与主导现行国际秩序的西方的关系ꎮ 国际社会关注扩

员后的金砖是否会成为反西方阵营ꎬ 西方国家试图将金砖国家描述为七国集团的

对立面ꎮ 俄罗斯战略界也一直存在不同声音ꎬ 有些人将金砖国家称为 “新兴国际

秩序的支柱之一”①ꎮ 但目前俄罗斯的主流观念仍然是ꎬ 金砖国家没有与现行国

际秩序对抗并取而代之的意图ꎮ 更多理性的声音认为ꎬ 金砖国家并不认为自己

“反西方”ꎬ 只是 “非西方”ꎮ 普京也曾明确表示ꎬ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是反西方

联盟ꎬ 也不是反西方的工具ꎬ 而只是非西方的联合ꎬ 不制定任何对抗性议程②ꎮ
在俄罗斯看来ꎬ 金砖扩员的意义不在于对抗西方ꎬ 而是平行增加非西方国家

的比重和话语权ꎬ 增加与西方沟通和对话的支撑和渠道ꎬ 促使西方重视俄罗斯的

利益ꎬ 从而降低与西方的对抗ꎮ 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托洛拉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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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金砖国家不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反对西方ꎬ 而是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

式①ꎮ 在 ２０２３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宣布金砖扩员后ꎬ 俄罗斯 “瓦尔代” 国际

辩论俱乐部发布报告称ꎬ 金砖国家将持续为降低东西方之间的紧张态势发挥作

用②ꎮ 俄罗斯与美国的对抗是持久的ꎬ 其任务将是在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

建立一个志同道合者的网络关系结构③ꎮ 因此ꎬ 当前金砖扩员成为俄罗斯增进与

非西方国家团结、 促进与西方对话的重要工具ꎬ 使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俄罗斯的作

用和意见ꎮ 有鉴于此ꎬ 俄罗斯对金砖扩员的定位在于在战略上对冲西方的影响力

和平行补充完善现行国际秩序ꎬ 从而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ꎮ

(三) 金砖扩员如何在 “全球南方” 中发挥引领作用

金砖扩员不仅要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而且要妥善处理与 “全球南方”
国家的关系ꎬ 这样才能维持金砖合作机制在 “全球南方” 国家中的吸引力ꎮ 为

此俄罗斯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金砖扩员不仅要增加核心成员ꎬ 而且要扩大与区域

集团的互动形式和内容ꎬ 形成一种激活历史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广泛合作网络ꎬ 探

索扩展伙伴关系的新模态和提供 “全球南方” 发展的新范式ꎮ
第一ꎬ 在 “全球南方” 中形成多中心骨干力量ꎬ 将一些发展状态良好、 具

有区域和文明代表性的地区中心国家纳入金砖合作机制ꎬ 即接收新成员、 扩大核

心成员ꎮ 金砖合作机制的缘起和发展进程具有多中心的历史传统ꎬ 扩员成为现阶

段合乎逻辑的发展路径ꎮ 金砖合作机制开始形成自己的发展内涵ꎬ 基于经济、 开

放市场和非孤立政策的可持续发展ꎬ 换角度看ꎬ 就是多中心主义④ꎮ 从 ２０２３ 年

金砖扩员的对象可以看出ꎬ 对新纳入的成员不仅考虑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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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дастся ли странам БРИКС встать у руля глоб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 ｃｏｍ /
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ｕｄａｓｔｓｙａ － ｌｉ － ｓｔｒａｎａｍ － ｂｒｉｋｓ － ｖｓｔａｔ － ｕ － ｒｕｌｙａ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ｉ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Андрей Сушенцовꎬ Некуда торопиться: долга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 ｃｏｍ / ａ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ｎｅｋｕｄａ － ｔｏｒｏｐｉｔｓｙａ － ｄｏｌｇａｙａ － ｋ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ｓｉｙ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Алексей Масловꎬ Китай был самым жестко настроенным на форуме БРИКС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ｋｉｔａｙ － ｂｙｌ － ｓａｍｙｍ － ｚｈｅｓｔｋｏ －
ｎａｓｔｒｏｅｎｎｙｍ － ｎａ － ｆｏｒｕｍｅ － ｂｒｉｋ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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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状态和潜力ꎬ 而且考虑到了其区域代表性 (地理、 宗教和语言代表性等文明

多样性标准) 和在区域组织中的影响力ꎮ
第二ꎬ 为潜在成员国引入伙伴国模式ꎬ 作为金砖扩员的 “延伸线”ꎬ 在对外

开放和内部效率之间取得平衡ꎮ 无限制扩容会让金砖合作机制作用失调ꎬ 而伙伴

国模式这一差序性安排既扩大影响范围ꎬ 推进扩员进程ꎬ 同时也为解决扩员标准

和新成员深化融入等难题提供了缓冲空间ꎮ 伙伴国能够参与金砖国家的许多进程

和项目ꎬ 但没有决策权①ꎬ 一些伙伴国最终可能成为正式成员ꎬ 这为尚未正式加

入金砖国家但希望参与实现更公平的全球治理的国家提供了机会ꎮ 这是在大规模

扩员和维持高效决策之间找到的一个折中方案ꎮ
第三ꎬ 在增加 “中心点” 和 “延伸线” 的基础上ꎬ 还需要形成紧密的合作

网络ꎮ 就目前俄罗斯战略界的讨论来看ꎬ 俄罗斯将 “一体化的一体化”
(Интеграция интеграций) 作为金砖合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的主要路

径ꎮ ２０１８ 年初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提议ꎬ 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

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形式是发展 “一体化的一体化” 极其方便的平台②ꎮ “一体化

的一体化” 指的是金砖国家各自形成一个区域一体化集团ꎬ 这些集团之间再形成

互动圈③ꎬ 即通过骨干力量带动多个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对接和融合ꎬ “使多个一

体化组织进一步实现一体化 ”ꎮ 而扩员为金砖国家 “一体化的一体化” 构想提供

了重要动力ꎮ 这些新成员同时也是许多其他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成员国ꎬ 如欧佩

克、 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 南方共同市场、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等ꎬ 这将加强所有金砖国家在这些新市场上的经济存在ꎬ 提

升全球影响力ꎮ 因此ꎬ 这种构想不仅将金砖合作机制扩大至某个国家ꎬ 而且使这

种合作机制覆盖到成员国所在的整个地区ꎬ 例如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成为新成员将

大大加强金砖国家与非洲联盟的一体化合作ꎮ

００１

①

②

③

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ꎬ БРИКС после расширения: развилки развит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ｖａｌｄａｉ
ｃｌｕｂ ｃｏｍ / ａ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ｂｒｉｋｓ － ｐｏｓｌｅ － ｒａｓｓｈｉｒｅｎｉｙ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Рябков: формат “ БРИКС плюс ” должен стать платформой для “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нтеграц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４９３１５０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Ярослав Лисоволикꎬ Что стоит за расширением БРИКС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ｔｏ － ｓｔｏｉｔ － ｚａ － ｒａｓｓｈｉｒｅｎｉｅｍ － ｂｒｉｋ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全球南方” 视域下俄罗斯战略界对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认知　

根据俄罗斯战略界的认知ꎬ “金砖 ＋ ” 模式与 “全球南方” 国家的协作有两

种路径: 一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与亚欧大陆、 非洲大陆和南美大陆上

三个主要的一体化组织———上合组织、 非盟、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协作ꎻ
二是各个金砖国家进一步带动自己所在地区的一体化组织ꎬ 进一步形成更大的一

体化协作平台ꎮ 因为金砖国家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也有特殊的对外贸

易政策ꎬ 能够协调金砖国家与其区域伙伴的合作关系ꎬ 形成更加开放和广泛的贸

易和投资空间ꎮ 在第一条路径中ꎬ “ＢＩＭＳＴＥＣ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

倡议) ＋ ＥＡＥＣ (欧亚经济联盟) ＋ ＡＳ (非洲联盟) ＋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南方共同市

场) ＋ ＳＣＯ (上海合作组织)” 等组织的首字母构成了 “ＢＥＡＭＳ” 平台ꎬ 正如其

英文含义 “梁” 一样ꎬ 构成了新国际秩序的 “框架”ꎮ “ＢＲＩＣＳ ＋ ＢＥＡＭＳ” 则进

一步构成 “全球南方” 规模化发展共同体ꎬ 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域

整合群体的总和ꎬ 拥有足够的权重和工具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投资ꎮ 在

第二条路径中ꎬ 金砖国家通过相关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推行其贸

易政策ꎬ 如俄罗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ꎬ 巴西通过南方共同市场等ꎬ 降低对金砖国

家的进口关税ꎬ 减少对金砖国家主要成员的贸易壁垒ꎮ 这一路径将推动金砖国家

与区域组织内所有国家贸易自由化ꎬ 实现 “乘数效应”ꎬ 以贸易自由化计划为切

入口ꎬ 引导区域一体化项目深化协调合作ꎬ 推动务实的经济合作议程①ꎮ 这是一

种更为务实的 “一体化的一体化” 路径ꎬ 可以被视为 “金砖 ＋ ２ ０” 模式ꎬ 或俄

罗斯的 “金砖 ＋ ” 模式ꎮ 如果说中国的 “金砖 ＋ ” 模式是 “全球南方” 在广度上

的最大覆盖ꎬ 那么俄罗斯的 “金砖 ＋ ” 模式中ꎬ 金砖国家在区域一体化项目中

的活动深度和协调能力就变得更加重要②ꎬ 需要每一个金砖成员国赋能ꎬ 发挥骨

干力量的作用ꎬ 带动所有金砖国家与多个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对接和融合ꎬ 是 “国
家 ＋区域化” 版 “金砖 ＋ ” 模式ꎮ

１０１

①

②

Ярослав Лисоволикꎬ О пятилетних циклах развития БРИКС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
ｃｏｍ / ａ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ｏ － ｔｓｉｋｌａｋｈ － ｂｒｉｋ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ꎻ Ярослав Лисоволикꎬ
“Саммит расширения ”: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формата БРИКС ＋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ｓａｍｍｉｔ － ｒａｓｓｈｉｒｅｎｉｙａ － ｋｏｎｔｓ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ｓｉｙａ － ｆｏｒｍａｔａ － ｂｒｉｋ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Ярослав Лисоволикꎬ БРИКС как основа нов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аков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ｂｒｉｋｓ － ｋａｋ － ｏｓｎｏｖａ － ｎｏｖｏｇｏ －
ｍｉｒｏｐｏｒｙａｄｋａ － ｋａｋｏｖｙ －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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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ꎬ 这三层扩员模式均在尝试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一种跨区域国家间

合作机制发展为一个所有 “全球南方” 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ꎬ 全面推动发展中

国家一体化进程ꎮ 因此ꎬ “多中心” “延伸线” 与 “一体化的一体化” 相叠加成

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最可能场景ꎬ 也是俄罗斯推动 “全球南方” 规模化发展

和塑造在 “全球南方” 的影响力的主要路径ꎮ

(四) 后霸权时代的网络化伙伴关系新模态创新

“伙伴关系新模态” 一词是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战略界谈到俄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

规划时的高频词ꎮ 普京指出ꎬ 在保持传统和以过去积累的经验为指导的基础上ꎬ
俄罗斯需要促进新成员和谐地融入各种活动ꎬ 考虑到仍有许多国家希望以某种形

式加入金砖国家、 参与议程ꎬ 俄罗斯将积极研究金砖国家伙伴国新类型模态①ꎮ
表面上看ꎬ “伙伴关系新模态” 解决的是新成员如何融入、 潜在成员如何加入以

及与其他国家如何互动等问题ꎬ 但深层次上处理的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未来世

界秩序的关系ꎬ 特别是在西方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受到冲击、 “全球南方” 国家

群体性崛起背景之下ꎬ 金砖扩员进一步增强了探讨美国霸权瓦解后国际关系新模

态的迫切性ꎮ
俄罗斯提出ꎬ 通过金砖扩员来建成一个多中心、 有层次的伙伴国合作网络ꎬ

超越旧有国际秩序中的 “南北” 和 “东西” 思维定式ꎮ 早在 ２０１２ 年拉夫罗夫就

撰文指出ꎬ 俄罗斯支持将金砖国家定位为 “全球关系新模式”ꎬ 超越原来的 “东
西” 或 “南北” 障碍ꎬ 不将自己限制为南北方之间的桥梁或调解人角色ꎬ 或者

仅在南南政治空间内运作ꎬ 而是应该寻求施展独立国际政策的机会②ꎮ 在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峰会前拉夫罗夫再次撰文谈及这一问题ꎬ 指出金砖国家是基于传统南

北线和东西线上的一种合作网络③ꎮ 这一倡议值得重视ꎮ 俄罗斯已经意识到ꎬ 金

砖合作机制寻求奉行独立国际政策的机会ꎬ 不应限于促进南南合作或沟通南北ꎬ 不

受制于传统的东西之分和南北之分ꎬ 而是呈现网络化合作的新模式ꎮ ２０２４ 年喀山峰

２０１

①

②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в связи с начало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в БРИКС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７３２０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ꎬ “ＢＲＩＣＳ: ａ Ｎｅｗ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ｗｉｔｈ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ｃｈ”ꎬ Ｎｅｗｓｄｅｓｋ Ｍｅｄｉａ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

Статья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для
южно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журнала “Убунт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 ｒｕ / ｒｕ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ｗｓ / １９０１０５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全球南方” 视域下俄罗斯战略界对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认知　

会前中国和印度之间关系缓和ꎬ 之后两国元首在峰会期间举行五年来首次正式会

晤ꎮ 俄罗斯战略界将此视为俄罗斯在金砖扩员框架内加强内部工作建设和协调的重

要成果ꎮ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的对话都表明ꎬ 俄

罗斯正在将金砖合作机制转变为具有更大潜力的多边关系协调机制ꎮ
因此ꎬ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之于国际秩序引发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ꎬ 是美国霸

权衰落后世界各国如何合作和呈现何种格局的问题ꎬ 即 “后霸权时代的国际秩

序”ꎮ 金砖扩员为 “全球南方” 国家团结发展提供了现实平台ꎬ 提升了非西方国

家在国际议程中的话语权ꎬ 使金砖合作机制成为 “全球南方” 国家与主导现行

国际秩序的西方国家进行平等互动的支撑ꎬ 推动形成超越东西和南北界限的 “网
络化伙伴关系” 体系ꎬ 勾画出 “后霸权世界” 的轮廓ꎮ 俄罗斯在这一合作网络

中充分利用自己 “既西又东” “既北又南” 的特殊身份和在 “全球南方” 中尚存

的历史影响力ꎬ 发挥协调作用和担任中枢角色ꎮ “金砖扩员” 在 “俄罗斯———国

际秩序” 之间搭建一种特殊的传导机制ꎬ 是推动多极化秩序理念落实的重要抓

手ꎬ 为俄罗斯实现巩固世界大国地位的诉求增加了重要工具ꎮ

四　 俄罗斯战略界关于金砖扩员的认知局限与现实挑战

审慎乐观的同时ꎬ 需要看到俄罗斯关于金砖扩员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局限和

内外部现实挑战ꎬ 既包括主观层面上的认知局限ꎬ 也包括已经意识到但难以克服

的客观挑战ꎬ 这些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金砖扩员的节奏和取向ꎮ

(一) 认知局限

俄罗斯关于金砖国家扩员的认知和构想仍然存在不足之处ꎮ
第一ꎬ 关于金砖合作机制的定位尚不清晰、 统一ꎬ 仍存有矛盾之处ꎮ 关于金砖合

作机制在国际秩序中的未来定位ꎬ 政府官员和智库专家也曾明确提出金砖合作机制是

“新国际秩序的未来中心ꎬ 也是制定世界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规则的未来中心”①ꎬ 金砖

３０１

① Итоги саммита БРИКС подвели на круглом столе в “Известиях”.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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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新国际秩序的全球架构中占有中心位置①ꎮ 这些说法具有依托金砖国家构

建新国际秩序和替代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味ꎬ 与拉夫罗夫 “不取代现有的多边机

制” 观念存在差异ꎮ 此外ꎬ 俄罗斯主要智库关于金砖国家的具体机制定位———
“联合体” “组织” “共同体” “集团” 等并没有作出清晰明确的统一结论和约

定ꎮ 这反映出俄罗斯目前关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和期望作用

仍在探索和动态调整之中ꎬ 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梳理如何处理与当前主导国际

秩序的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加强国际层面的战略沟通ꎬ 凝聚金砖扩员的共同追求ꎮ
第二ꎬ 在俄罗斯对金砖扩员的认知和构想中ꎬ 关注 “扩展” 多于 “深化”ꎮ

目前俄罗斯就金砖扩员问题提出的构想覆盖面足够宽广ꎬ 但对深化和夯实合作基

础的考量仍然不足ꎮ 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扩展也能够推动深化ꎬ 但需要足够的资

源、 环境、 意愿以及时间ꎮ 无论如何ꎬ 规模是决定个体利益追求能否带来群体行

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ꎬ 小集体比大集体更容易促进共同利益②ꎮ 对这一问题有许

多前车之鉴ꎮ 一体化进程已经对陷入 “扩员疲劳” 的欧盟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空间不平等加剧、 创始原则受到巨大压力、 原本的结构和制度设计不断受到挑

战③ꎮ 特别是在当前背景下ꎬ 扩员后金砖国家内部一体化整合方面仍有许多需要

解决的问题ꎬ 比如ꎬ 如何平衡各成员国不同的优先事项以应对内部约束和外部风

险ꎬ 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处理成员国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ꎬ 等等ꎬ
这些任务完成起来并不容易ꎮ 虽然伙伴国模式的引入使金砖国家不再需要急迫地

在扩张和深化之间作出最终选择ꎬ 但在数量扩张和高效深化之间取得平衡仍是金

砖国家未来几年的一项关键任务ꎬ 以免成为松散的国际俱乐部ꎮ
第三ꎬ 俄罗斯将申请国对俄政治立场作为扩员的标准之一ꎬ 使金砖国家面临

着 “选边站队” 和政治分歧的风险ꎮ 俄罗斯智库专家指出ꎬ 在选择新的候选国

时ꎬ “与俄罗斯的团结” 是很重要的因素ꎮ 虽然扩员的决定经集体协商一致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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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ꎬ 但 “亲俄名单” 上的国家更有可能在未来扩员中成为受邀者①ꎮ 俄罗斯外

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直接指出ꎬ 获得邀请的唯一要求

是不参加西方军事政治联盟ꎬ 其余参数都是相对的②ꎮ 但现实情况是ꎬ 申请加入

金砖合作机制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并不希望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 “二选一”ꎮ 伊

朗是新成员中最反美的国家ꎬ 有俄罗斯专家认为可能因此而导致西方愈加担忧金

砖合作机制走向 “反西方”ꎬ 但实际上大部分金砖国家都没有准备好外交政策的

彻底转变③ꎮ 此外ꎬ 俄罗斯与金砖其他创始国关于扩员的观念分歧也会影响内部

决策效率和凝聚力ꎮ 因此ꎬ 俄罗斯这种认知局限不免会影响金砖扩员的取向和进

程ꎬ 也加大了金砖合作机制处理与西方国家和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难度ꎮ

(二) 现实挑战

除认知局限外ꎬ 俄罗斯关于金砖扩员的认知也面临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挑

战ꎮ 虽然俄罗斯自诩为推进金砖扩员的特殊角色ꎬ 但是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的

工具和方案有限ꎮ
第一ꎬ 确保扩员后的内部团结和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ꎮ 如新加入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亚的斯亚贝巴建设海德塞水电站问题上长期

存在矛盾ꎬ 伊朗与沙特关系曾长期不和ꎬ 但现在这些国家均在金砖合作机制框架

内ꎮ 新加入的成员国如何融入金砖文化也是当前金砖扩员面临的主要问题ꎬ 而且

不断有新的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ꎬ 首批伙伴国已经产生ꎬ 且希望获得正式成员

国地位ꎬ 解决扩员标准和扩员后的内部团结问题愈加紧迫ꎬ 拖延解决这一问题会

影响金砖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威信ꎮ
第二ꎬ 经济发展问题是影响金砖国家内部团结和合作前景的核心要素之一ꎮ

尽管价值观共识和伙伴关系网络非常重要ꎬ 但仍然需要提供务实的发展范式、 动

力和资源ꎮ 金砖国家及潜在合作伙伴都有志于推动经济关系发展ꎬ 但目前仍然没

有一份战略性、 概念性的文件来概述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发展路径ꎮ 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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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合作机制缺乏全面的经济互动和发展战略ꎬ 发展道路和资源仍然是分散的ꎮ 俄

罗斯关于金砖扩员后的前景构想更加侧重于强化其全球政治和安全议程ꎬ 而对实

现迫切的共同发展诉求则工具不足ꎬ 建立独立于 ＳＷＩＦＴ 的支付体系、 加强金砖

外汇储备库和金砖银行本币化等关键性问题仍然困难重重ꎮ 金砖国家合作首先应

基于发展诉求ꎬ 需要保持并推进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ꎬ 才能保持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的活力、 团结和可持续性ꎬ 过度聚焦于全球议程的安全和政治议题、 轻视解决

经济合作中的核心症结ꎬ 不仅难以提供发展的核心动力ꎬ 而且会实质性地影响金

砖国家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ꎬ 挫伤合作机制的可持续发展ꎮ
第三ꎬ 受制于经济能力和经济制裁ꎬ 俄罗斯在促进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和金融合

作的能力受到限制ꎮ 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ꎬ 在经济发展和对外互动方面ꎬ 俄罗斯的

需求和角色具有特殊性ꎬ 在经济方面近些年来一直被质疑其金砖国家身份ꎬ 拉夫罗

夫也承认ꎬ “俄罗斯并未深入融入全球化模式我们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工作ꎬ 但我们对这个体系的浸入程度并不像中国或印度那么大”① ２０２３
年 Ｇ７ 国家 ＧＤＰ 占比为世界的 ４３ ７％ ꎬ 金砖国家占 ２６％ ꎬ 而其中 ７０％ 由中国贡

献ꎬ 印度贡献 １３％ ꎬ 而俄罗斯仅占 ８％②ꎮ 无论是在金砖合作机制ꎬ 还是上海合

作组织的框架内ꎬ 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关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认知和考量都

有所不同ꎮ 经济层面的互动限制使俄罗斯在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层面的领导力面临

质疑ꎬ 推动扩员的工具和方向也受到制约ꎮ
第四ꎬ 关于金砖扩员后构建网络化伙伴关系新模态ꎬ 仍然缺乏 “共同的长远

愿景”ꎬ 而俄罗斯的现实推动能力仍然有限ꎮ 在 “金砖扩员” 与 “网络化伙伴关

系” 二者之间需要相应的过渡性框架或计划来推动落地ꎬ 而俄罗斯在这方面并没

有提出足够可行的方案ꎮ 除 ２０２４ 年初阿根廷宣布不加入金砖国家外ꎬ 沙特加入

金砖国家的内部程序也未完成ꎬ 且国家元首未参加喀山峰会ꎮ 里亚布科夫承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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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在实际合作的轨道上ꎬ 进展比期望要慢①ꎮ 当越来越多 “全球南方” 国

家加入金砖机制后ꎬ “全球南方” 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不与俄罗斯完全一致的

问题就会愈加凸显ꎮ 俄罗斯对外政策显示出来的阵营化特点也将考验俄罗斯与

“全球南方” 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②ꎮ 在 “全球南方” 积极响应金砖扩员的帷幕

之下ꎬ 也需要警惕金砖扩员在 “全球南方” 国家中可能出现的 “倒退趋势”ꎬ 需

要制定足够稳定可行的现实方案和长远愿景ꎬ 使金砖扩员之路走深走实ꎮ

结　 语

俄罗斯积极推动金砖扩员的认知与行为限度本质上是大国与国际制度发展的

相互关系问题ꎮ “全球南方” 群体性崛起不仅推动了金砖国家成为其利益代表和

追求目标ꎬ 而且使多极化具备了更加充分的现实基础ꎬ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发展

也跃升至一个新的层面ꎬ 具有全球联动的溢出效应ꎮ 金砖大规模扩员使 “全球南

方” 群体内部进一步出现了层次差异ꎬ 带来了 “全球南方” 内部差异化发展问

题ꎮ 这又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扩员成为更加紧迫的现实问题ꎬ 使金砖国家与现行

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ꎮ 金砖扩员在 “俄罗斯———国际秩序” 之间

搭建了一种特殊的传导机制ꎬ 俄罗斯将自身诉求与国际秩序变迁相结合ꎬ 因势而

谋、 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ꎬ 通过影响金砖扩员的方向、 形式和内容ꎬ
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和外交资源ꎬ 重新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与西方

争平等的关键性国际制度ꎬ 通过 “多中心” “延伸线” 与 “一体化的一体化” 三

层扩员模式尝试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一种跨区域国家间合作机制发展为一个所

有 “全球南方” 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ꎬ 全面推动 “全球南方” 规模化发展ꎬ 推

动 “全球南方” 国家内部、 “全球南方” 国家与金砖创始国、 “全球南方” 国家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国际秩序变迁进程ꎮ
俄罗斯战略界关于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认知虽然具有战略性和工具性等特

点ꎬ 但行动策略化和现实性有限ꎬ 全面性、 清晰化和可行性等方面仍有较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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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局限ꎮ 这种局限和不足不免会影响到金砖扩员的取向和进程ꎬ 也进一步加大了

金砖合作机制处理与西方国家和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难度ꎮ 俄罗斯虽然在解决

“南北东西” 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构想ꎬ 但还需要直面国际社会对金砖合

作机制的高度期望ꎬ 如提供实质性现实价值ꎬ 回答 “除政治宣言外ꎬ 还能给各国

带来什么” 的问题ꎮ 同时ꎬ 当前金砖国家并不将这一合作机制作为反西方的平

台ꎬ 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使金砖扩员的定位问题尖锐化ꎬ 西方以此为

借口分化 “全球南方” 国家与金砖国家ꎮ 当前俄罗斯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交织ꎬ
深远地影响着俄罗斯对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判断ꎮ 如何在全球秩序转型进程中

保持令人信服的领导者角色仍然是俄罗斯很难回答的问题ꎮ 俄罗斯对国际制度关

注的是如何促进其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ꎬ 而非广泛意义上的优先事项ꎮ 俄罗斯对

金砖扩员的积极推动正彰显出这种战略思维ꎮ
中国是 “全球南方” 的坚定成员ꎬ 同时也是推动金砖扩员中的关键角色之

一ꎮ “全球南方” 的崛起需要在全球体系和平发展和相互依存的大环境中实现ꎮ
中俄是落实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共识、 推动新成员融入现有金砖合作机制的

主要力量ꎬ 中俄合作对于巩固 “全球南方” 崛起具有重要意义ꎬ 在增量与提质

之间寻求平衡、 化解内部竞争与分歧、 促进共同发展都需中俄两国的合作ꎮ 一方

面ꎬ 在 “全球南方” 崛起的背景下ꎬ 金砖扩员需要具有可行性和清晰化的国际

观和价值观叙事ꎮ 金砖扩员需要向世界释放一个明确信号ꎬ 即金砖国家旨在维护

和发展人类共同利益ꎬ 以发展为核心任务ꎬ 求同存异ꎬ 携手更多 “全球南方”
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而非加剧对抗和分裂的 “阵营化” 趋势ꎮ 另一

方面ꎬ 需要注意金砖扩员和内部建设的差序化安排和异步发展所带来的问题ꎮ 中

俄需要进一步对接关于金砖扩员和伙伴关系新模态的认知与构想ꎬ 特别是在 “全
球南方” 崛起的背景下进一步对接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理念ꎬ 立足于不同文明的

长远利益ꎬ 共同点亮全球治理的 “南方时刻”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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